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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已经成为当下互联网生活的核心内容。据第49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
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0.32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9.34
亿，占中国互联网用户整体的90.5%。对短视频用户而言，短视
频不仅仅是一种社交生活方式，更构成蕴含丰富的景观世界，
人既作为有创意性的主体投身于这场浩大的影像实践，也作为
客体被动地承受着媒介对人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情感模式的
影响。可以说，短视频在5G时代“加速度”助力下，基于互联网
产业平台的新媒介形态，构成一种意味丰富的新媒体叙事文
体，建构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景观。

何为短视频？根据媒介传播学的定义，短视频是一种视频
长度以秒计数，主要依托于移动智能终端实现快速拍摄与美化
编辑，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现分享和无缝对接的一种新型视
频形态。目前，国内区分“短视频”和“长视频”的时长标准一般
是5分钟。短视频与以博客、微博为代表的文字载体和电影、长
视频等影像载体相比，门槛更低，操作便捷，更符合数字时代的
直观化、即时性和碎片化等特征，逐渐构成互联网基础的用户
表达方式。

流动的大众文化视觉日志
短视频基于典型的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互联网用

户使用其记录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短视频将语言、符号、图
片、影像、声音等多种符码进行更加个人化、随机化、波普化的
拼贴融合，因此，在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海量的数据的基础上，它
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流动的大众文化视觉日志形态。近些年，不
断更新的数字媒介使广泛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超大规模的数字
记录成为可能，在这种记录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最大化地
纳入时代记忆和文化特征的考察范畴，其中蕴含着社会创造力
的集体表达、个体创造力的激活与释放，折射了社会整体创造
力、公共生活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尽管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对于可复制艺术的
批判已广为人知，但其实本雅明另一层意思往往为人忽略：复
制技术生产的文化产品虽然丧失了独一无二性，但它以“万物
皆平等的方式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上世纪90
年代末，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就预言，后信息时
代的根本特征是个人化，“个人不被埋没在普遍性中，或者作为
人口统计学的一个子集，网络空间的发展所寻求的是给普通人
以表达需要和希望的机会。”传播学研究者彭兰认为，短视频影
像表达的崛起具有革命性变化，它的诞生是一场自下而上的

“新文化运动”，它呈现的是来自民间、底层和边缘的、充满新奇
与野性的力量，浸润着饱满的生活底色，展现出更开放和多元
的社会时代生活。

在短视频时代，用户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全国各地或网红
或小众的大好河山，了解不同文化单元、不同民族地区的日常
生活细部特征。例如，短视频博主“阿靖”扎根于具有喀斯特地
貌景观的广西家乡村镇，取材于地道的乡村生活，完成反差变
装，启迪大众以现代审美视角反观乡村世相人心的美丽；旅行
博主“房琪”以平均时长三四分钟的短视频将天地大美之景、不
同心境之中的人生领悟、讲究遣词造句的金句语录相结合，观
众既能饱览山河美景，也能受到语言文字带来的心灵抚慰。而
如贵州傩戏、安徽庐剧等小众地方戏曲，在短视频传播媒介中
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度，焕发出新的生机。

除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日常表达，诸如
时令节气的流变、在地风景的呈现、劳动场景的转换等日常生
活主题实践也是短视频内容核心。近些年，随着李子柒、丁真等
的走红，在平台流量扶持机制的激励下，一大批主打沉浸式乡

村生活的短视频博主涌现，他们大多来自于农村、村镇和县城，
短视频成为他们表现日常生活的载体。“蜀中桃子姐”的乡村家
庭生活展现出浓郁的地方性色彩，带有自贡口音的四川话，钵
钵鸡、麻辣烫等系列典型四川家常菜，还有杀猪卖肉、耙地种苞
谷、挖红薯做凉粉等尤其真实和接地气的农事呈现，吸引了大
批用户围观和互动。借助抖音“新农人计划”爆红的“张同学”以
第一视角展示出简陋朴素又自带笑点的东北农村单身汉的生
活，引发集体回忆和恶搞热潮；“山村小杰”在家乡闽南古色古
香的村落里以古法制作呈现传统技艺，有传统美食制作、打铁
制农具、制作竹筏、修建水车，甚至还有古村落改造等，内容蔚
为大观，充分展现了劳动的创造之美。与此同时，家国情怀、英
雄主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科技兴国、非遗传承
等宏大叙事主题成为短视频创作生产的重要主题，创作者致力
于将个人生活的情境与上述主题关联，从细节的、个人化的、充
满生活质感的角度呈现他们对于宏大而朴素的情感的理解。

总而言之，相关主题在短视频场域中的大量呈现，并且由
于远超文字和音频载体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构成一种“非档案
化”的大众文化视觉日志，大众美学中的日常生活也呈现提升
到新的阐释语境。可以说，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影像传播载体
和社会文化景观，在当下大放异彩。

从“残酷底层物语”到多元参差的文化景观
2014年被视作“短视频元年”。然而，在短视频兴起的最初

几年，它的用户群发布的往往是“残酷底层物语”的作品。在文
化批判视角下，作为社会“奇观”的呈现，短视频制造出的陌生
化、奇异夸张的视觉符号为用户带来极具冲击性的感官刺激，
再加之低门槛、审丑化的趋势，一时间，短视频成为互联网劣质
内容的代名词。

从短视频初兴起时的土味视频，到近几年在策划、脚本和
拍摄技术上都趋近于专业化和高品质的作品，在内容层面，短
视频从“奇观”展示趋向更为广阔的“景观”呈现。居伊·德波认
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
庞大堆聚。景观堆聚，以视觉文化的形式更集中地反映在短视
频中，因为当下的人们需要通过各类景观而非真实生活本身认
识世界。对于“奇观”与“景观”之间的微妙区别，有学者认为，奇
观性具有稀少和陌生化特征，随着景观的重复与日常化，人的
奇观体验会逐渐衰减，奇观将充实于常规景观和认知体系中，
成为其组成部分。这可以解释，最初被标签化的“低俗”“杀马
特”“LOW”等博人眼球的奇观在短视频中逐渐被淹没，而更多
元和广泛的内容以垂直细分的互联网内容生产模式为广大用
户所知。再加上随着国家监管力量对短视频内容、主题、形态等
的规范管理，政策规章的相继出台，以及越来越多专业媒体入
场短视频蓝海，短视频内容肤浅低俗、过度消费主义等良莠不

齐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对于青年文化社群而言，短视频场

域里，小众、细分、垂直类的内容逐渐因
其“硬核”的知识性、有趣的表达方式、
多维的影像呈现而变为短视频生态中
的“流量担当”。比如，抖音上知识科普
类短视频粉丝量排名第一的博主“无穷
小亮的科普日常”以实景勘探的方式对
较为少见的动植物进行科普，以及定期
的互联网视频鉴定，在科普和有趣的框
架中完成知识的普及、勘误和校正。比
如4分钟时长的《1920—2020百年变
迁，我眼中的中国女性真实之美》串联
起了布拉吉、黄军装、的确良等装扮，回
顾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上山下乡、
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和电影《神女》《街
上流行红裙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
形象，以淡雅的色调呈现了中国女性服
饰和妆容的百年变迁。

在短视频平台上，艺术下沉趋势明显，对大众的审美熏陶
和美育普及提供了助力。例如“上戏416女团”因同一宿舍的5
位姑娘分别以老旦、程派青衣、梅派青衣、荀派花旦、花旦的不
同表演方式来演绎戏剧经典选段、流行古风歌曲而走红，短视
频以更直观化、低门槛的方式科普不同戏曲流派、不同角色之
间的差异，达到传统戏剧普及教育的客观效果。无论是小众戏
曲种类的翻唱，还是使用葫芦丝、琵琶、唢呐、板胡、马头琴、扬
琴、箜篌、尺八等许多种类不同民曲民乐演奏，往往都会收获大
量点赞和粉丝。

《2021年短视频用户价值报告》显示，短视频内容的多元
化，在增强用户陪伴感和打发碎片时间的同时，还提供了探索
与认知世界的窗口。从内容类型来看，泛知识、泛生活类短视频
需求依然坚挺，而“实惠有用”“有深度、有内涵”等用户使用原
因首次超过了“有趣好玩”。《知识普惠报告2.0——短视频与知
识的传播研究报告》也指出，短视频降低了公众接触知识的门
槛，以生动的形式丰富了知识表达的形式，使得知识的创作和
传播都更为便捷，对知识的多样化、全方位、高层次需求，已成
为大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近几年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内容更迭和创新力的提升，短视频世界里杀马
特、狂拽酷等大众认知偏差里的土文化已经缩减为极小部分，
主流文化与各类泛文化、亚文化以各自葳蕤的方式存在着，经
由大众文化超高速率的传播，共同构成一幅互联网5G时代的

“影像中国”。

短视频叙事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随着短视频制作技术的提升，在几分钟

时长的作品里呈现叙事性内容，越来越成为
短视频创作者的追求。如果将短视频作为一
种融合媒体的新文本和叙事学研究对象，可
以发现，短视频的叙事形态、叙事时间、叙事
流的时空特征都自有其鲜明特色。

短视频呈现出强烈的混合型叙事特征。
就叙事空间而言，聚焦家庭生活的短视频，多
围绕一日三餐和家人温馨互动为基础，其运
镜和脚本设计与许多家庭题材电视剧相类
似，还有将方言和相声小品、脱口秀等表演艺
术融入家庭成员对话中，走搞笑路线；日常生
活记录流的VLOG，多以通勤上班、逛街聚

会、健身休闲等不同时空场景切换拼贴起对于繁华都市生活的
想象；传统文化主题的，大多以古风造型和意境取胜，将合适的
人物形象置于相应的造景之中并举行相关的劳动行为，茶道茶
艺、传统美食复刻、古风装扮、居室改造等主题大体呈现相似的
叙事模式。总之，无论是起承转合的节奏、前后反差对比、铺垫与
翻转，还是人与物“高光时刻”的特写，短视频以极大的创作自由
度和弹性空间容纳了多样化的叙事艺术，带着世俗文化、民间文
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在叙事时间上，尽管不少主题致力于刻意模仿自然时序
（比如动植物的生长、农耕文明的春种秋收冬藏等），但短视频
主要改写了自然时间的快慢表现，其时间修辞主要有两种：按
下“加速”键，又模仿“慢”时间。前者，比如三分钟速读电影电视
剧、几十秒体验一座城市的美景、几十秒游览名山大川风景之
流，将长时间段内的景象变迁以延迟摄影的技术对时间进行压
缩合成，充分开掘和占领人们残存的碎片化时间，是注意力经
济时代“占领和剥夺人类最后一丝喘息空间”的表征。后者，除
了并不新鲜的慢时光慢生活的日常生活叙事之外，还在于将细
节放大和减速：一头猎豹奔跑时柔亮的皮毛由此变得帧帧可
见，雪花飘落时优美的六边形被缓慢定格，或将视线定格于“故
都的秋”“塞北的雪”，诸如此类，让人从时间的减速中获得缓慢
和沉静的心灵力量。

短视频关于时空的修辞是对现实社会的影像建构，其背后
折射的是现代人的情感构型。与文学艺术表征时代情感的滞后
性相比，短视频可以称得上是“瞬时”的艺术。它将无数个与普
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瞬间”影像化地保存下来，既作为社交方
式，也作为情感出口。然而，当现代人身处“加速度时代”的焦虑
之中，唯恐慢人一步，从短视频攫取短平快的知识、技能和经
验，迅速被实践于职场、家庭和生活当中。对于效率的追求，催
生出短视频在其“短”中更加追求“快”的欲望。而人类的心灵毕
竟不是机械，对于被异化的反弹，让其追求符合自然生理节律
的节奏，“慢”则成为心灵本真的需要。短视频的时间和空间修
辞，都服从于人类对于速率的理解和对生活个体化的需求。

近些年来，新媒体社会学的兴起，将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
媒体视作具有媒介景观色彩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从这个
意义上，短视频建构出和表征出更为清晰、更为具象化的“想象
的共同体”，不啻为数字时代的民族志表达。在这个场域中，用
户尽管获得了个人情感表达的自由——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视
频作品中嬉笑怒骂——但无疑，个体情感领受着来自国家、民
族、族群和地域的集体情感召唤。

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自信包容的民族情感、舍生取义的
英雄主义等再次在短视频中被放大和凸显，像巨大的磁场，吸
引着普通人将个体自由的情感表达于潜移默化之中汇入集体
的声音。无论是从三星堆考古挖掘中展现出华夏民族多元一体
的悠久文明历史，还是不顾危难于烈焰中勇救生命的平凡消防
英雄，短视频以叙事的时空修辞将人物凸显，积蓄起浓烈和炽
热的情感力量。例如，去年5月，“央视新闻”账号一条15秒的
送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短视频点赞量3500万，点评人数
近450万。这汇聚了上千万普通人对“杂交水稻之父”的感恩、
对袁隆平逝世的悼念之情，更深刻地包含着对以袁隆平为代表
的科学家、时代楷模、英雄模范等人物的爱戴和致敬。

在全民影像时代，短视频既是事件的记录，是对日常生活
的勘探，更是情感的镌刻和铭记。在短视频世界里，个体情感的
涓涓细流存在着，最终也将汇入社群的、集体的、家国的情感河
流中，在虚拟空间中凝结成紧密的“情感共同体”。

“非档案化”记录、影像叙事与数字时代的民族志
——短视频文化观察 ■康春华

短视频将语言短视频将语言、、符号符号、、图片图片、、影像影像、、声音等多种符码进行更加个人化声音等多种符码进行更加个人化、、
随机化随机化、、波普化的拼贴融合波普化的拼贴融合，，因此因此，，在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海量数据的基础在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海量数据的基础
上上，，它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流动的大众文化视觉日志形态它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流动的大众文化视觉日志形态。。近些年近些年，，不断不断
更新的数字媒介使广泛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超大规模的数字记录成为可更新的数字媒介使广泛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超大规模的数字记录成为可
能能，，在这种记录里在这种记录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最大化地纳入到时代记忆和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最大化地纳入到时代记忆和文
化特征的考察范畴化特征的考察范畴，，其中蕴含着社会创造力的集体表达其中蕴含着社会创造力的集体表达、、个体创造力的个体创造力的
激活与释放激活与释放，，折射了社会整体创造力折射了社会整体创造力、、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之间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之间
的互动关系的互动关系。。

从短视频初兴起时的土味视频从短视频初兴起时的土味视频，，到近几年在策划到近几年在策划、、脚本和拍摄技术脚本和拍摄技术
上都趋近于专业化和高品质的作品上都趋近于专业化和高品质的作品，，在内容层面在内容层面，，短视频从短视频从““奇观奇观””展示展示
趋向更为广阔的趋向更为广阔的““景观景观””呈现呈现。。

近期，综艺节目《声生不息·港乐季》在湖南
卫视、芒果TV和香港翡翠台播出，引起热烈的社
会反响。作为一档献礼香港回归25周年的音乐
类综艺，节目从“港乐”这一小切口折射大时代情
怀，通过带领观众重温香港经典流行音乐乐章，
搭建内地和香港两地观众的文化桥梁，加深两地
人民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情感连接。一首首熟
悉而美好的旋律，镌刻了两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相融共生的黄金岁月，更见证了新时代两地关系
欣欣向荣的新景象、新篇章。

港乐不只是旋律与歌词，更记录了不同年代
的香港文化、香港精神。《声生不息·港乐季》所选
曲目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源于其厚
植的中国文化基因引发两地观众共情共鸣。

从港乐的发展史讲起，在一曲象征香港精神
的《狮子山下》中向观众述说音乐背后的文化记
忆与精神力量，在一首首充满文化内涵的歌曲中
展现中国文化精神，《声生不息·港乐季》比普通
音乐类综艺更具历史厚重感，更耐人寻味。“傲气
傲笑万重浪，热血热胜红日光，胆似铁打骨似精
钢”“长路漫漫伴你闯，带一身胆色与热肠”等歌
词有中国人破除万难的豪情壮志，有唐诗宋词中
意蕴悠长的精神气质；“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往
尘”“今夜的寒星点点，浮云淡淡，有人追寻往事
回忆悲欢”等歌词沿用了起于《诗经》的赋比兴修
辞手法，更延续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营造出
古典诗词的朦胧意境。

这些以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文体写作

的曲目，浸透了香港音乐人深沉的爱国情怀与文
化坚守，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香港音乐人将中国
文化推向世界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正是这些展露
出鲜明传统文化底色的乐曲，历经岁月风霜而传
唱至今，让同根同源的两地同胞产生情感共鸣。

港乐记载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
的历史，是融入每一位普通中国观众精神血脉里
的集体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音乐
中的粤语歌曲的兴盛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这些
经典港乐回眸，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每一个普通中
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开
拓的生活史。

节目中，林子祥、叶倩文、李克勤等著名香港
歌手，以及《耀出千分光》《天若有情》《一生所爱》
等不同年代经典曲目陆续登场，这些早已深入人
心的乐章，与歌手、制作人们真情实感的背景叙

述一并，营造出浓厚的怀旧氛围，将观众带入到
温情的集体记忆中，一同回顾对两地人民精神生
活产生深刻影响的香港电影、香港流行乐黄金时
代。同时，节目让普通观众以留言方式讲述与港
乐相关的青春少年事，使节目摆脱“金曲捞”的单
薄质感，而强化了音乐的故事感。如，节目的第
一篇章以“愉快少年事”为主题，由观众投票留言
选出《来生缘》《花火》等爱情、成长主题的经典曲
目，真挚的留言与动人的演绎让个体生活经验与
港乐发展史水乳交融，勾勒出内地和香港普通观
众的青春记忆，让港乐真正成为两地人民特别是

青年人相遇相知、情感互动的纽带。
作为华人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

港乐见证了内地和香港的文脉赓续、血脉相融，
但是让内地和香港不同年龄段观众同时达到情
感共鸣也绝非易事，节目为此做出的精心编排可
圈可点。

在参演歌手选择上，有林子祥、叶倩文、李克
勤等香港老牌歌手，有李健、周笔畅、毛不易等内
地知名歌手，有单依纯、炎明熹等新生代歌手，两
地老中青三代音乐人齐聚一堂，满足不同年龄段
观众的期待。在赛制上，不论资排辈，也不优胜劣
汰；不使用激烈的竞技比拼博人眼球，而侧重展现
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代际传承与文化交流：场上
有粤语普通话两种版本的高手过招，场下有“方言
交流大会”的插科打诨，凸显了鲜明的人文色彩。在
编曲上，特别在部分曲目中插入一小段内地特色
的歌曲片段，如在表达劝学之意的《学生哥》中加
入《小二郎》的旋律，在表现父子情深的《单车》中
加入《送别》的桥段，实现了二者相映成趣、相得
益彰的效果，这一巧思既兼顾了内地观众的情感
需求，亦凸显了两地文化交流融合的节目特色。

绵绵港乐史，殷殷中华情。《声生不息·港乐
季》让港乐经典与时代相遇，让港乐发展史与两
地人民对话，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民族文化
史。乘着歌声的翅膀，香江的诗歌掷地有声、意
蕴铿锵，新时代的内地和香港关系继往开来、承
旧启新，同根同源的两地文化终将伴随历史的进
程云奔潮涌、生生不息。

短视频博主短视频博主““张同学张同学””在家准备拍摄在家准备拍摄

““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短视频账号短视频账号

舞台上身着戏服的舞台上身着戏服的““416416女团女团””


